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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软件在大学体育教学和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应用程度 
——基于体育教学软件融合 

刘佩林 

（邵阳学院体育学院  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使用软件程序来帮助学习已经得到普及，体育教学也不例外。本研究采用问卷设计来调查分析湖南省大学生的体育软件使
用情况与应用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体育软件使用与应用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体育软件的使用程度高，应用程度高。
作为该研究的成果，开发了体育教学软件应用整合。可以在体育教学的不同阶段融合体育软件，为体育教学课程改革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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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柳叶刀》杂志上,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一项关于儿童和青少

年身体活动不足的研究指出,超过 80%的全球青年每天高强度的体

育锻炼在学校时间少于 1 小时,不符合世卫组织建议的运动。2020

年调查显示 30%的大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缺乏体育活动、久坐

和不良饮食是青少年体质下降的罪魁祸首。世界各国从国家、学校、

社会和家庭等层面为改善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状况作出了很多努力。

2021 年 8 月，《国务院关于制定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要求学生每天在校内外进行 1 小时的体育锻炼。因为体育锻炼是目

前解决青少年一系列健康问题的首选方式。随着体育产业和互联网

的不断发展，体育软件行业不断丰富和扩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

爆发更是推动了体育软件产业的发展，自那以来利用体育软件锻炼

和学习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疫情期间的网络教学也

给体育教师带来了新的启示。除了常用的在线学习软件外，体育软

件是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模式的较好选择。通过体育教学与体育软件

的整合可以进一步丰富体育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教

学，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将体育软件融入到体

育课程中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使用体育类软件的基本情况 

表 1 学生调查者的社会学分析 

属性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09 54.50 

女 91 45.50 

年龄   

18-19 岁 91 45.50 

20-21 岁 76 38.00 

22-23 岁 29 14.50 

24 岁及以上 4 2.00 

年级   

大一 72 36.00 

大二 73 36.50 

大三 32 16.00 

大四 23 11.50 

使用运动类软件的时间   

3-6 月 108 54.00 

7-12 月 37 18.50 

13-18 月 18 9.00 

19 月及以上 37 18.50 

使用运动类软件的频率   

一周一次 32 16.00 

一周两次 55 27.50 

一周三次 66 33.00 

一周四次 47 23.50 

n=200. 

从表 1 可以看出，大多数被调查者是男性，占总人数的一半多

一点。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大，说明体育软件男女适用。此外，近一

半的受访者年龄在 18 岁至 19 岁之间，其次是 20 - 21 岁的受访者，

占四分之一以上，剩下的少数受访者来自 22 - 23 岁的群体，24 岁

及以上的受访者数量非常少。其中大多数年龄组为 18 - 19 岁和 20 - 

21 岁，这是典型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年龄组。因为 1-2 年级学业相

对而言比较轻松，有时间给学生进行锻炼。此外，超过一半的受访

者已经使用体育软件 3 至 6 个月，其次是使用体育软件 7 - 12 个月

的学生，与使用体育软件 19 个月及以上的人数相似，最后是已经

使用体育软件 13 到 18 个月的学生。数据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只是

刚刚开始使用体育软件。在使用体育软件的频率方面，大部分受访

者每周使用三次，其次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每周使用两次，此外，

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每周使用它四次或更多。这意味着该软件被学

生广泛使用，因此，体育软件将改变传统的健身方式，成为数字化、

科学化指导健身的新局面。 

2.2 从大学生使用体育软件目的看体育软件的使用程度 

表 2 从大学生使用体育软件目的看体育软件的使用程度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1.获取健身理论知识 2.28 1.038 不同意 

2.健身 2.70 1.103 同意 

3.获取体育新闻 2.00 1.051 不同意 

4.减肥和塑形 2.81 1.118 同意 

5.养成锻炼习惯 2.68 1.084 同意 

6.提高体育技能 2.63 1.095 同意 

7.社交 2.17 1.061 不同意 

8.运动休闲 2.56 1.064 同意 

因子 2.48 .821 低程度 

n=200. 

说明: 参数评分和解释: 3.26 – 4.00 是非常同意 (非常高程

度); 2.51 – 3.25 是同意 (较高程度); 1.76 – 2.50 是不同意(低程

度); 1.00 – 1.75 是非常不同意 (非常低程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受访者很少使用软件获取健身理论知识、体

育新闻以及社交。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该软件的使用支持以下目

的:健身、减肥和塑形、养成锻炼习惯、提高运动技能等，且体现出

较高程度的应用。综合来看，体育软件的使用率较低，可能是由于

以下几个因素所致，例如该软件对用户不友好，个别学生认为软件

的设计没有符合他的需求。为了拥有更多的用户，体育软件自身需

要改革。 

2.3 从大学生对体育软件主要功能的满意度看体育软件的使用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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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软件主要功能的满意度及体育软件的使用程度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1.我对数据记录功能非常满意 2.66 1.034 同意 

2.我对减肥和美体功能非常满意 2.61 1.046 同意 

3.我对健身技能教学功能非常满意 2.60 1.084 同意 

4.我对健身饮食计划功能非常满意 2.54 1.055 同意 

5.我对社交功能非常满意  2.36 1.037 不同意 

因子 2.56 .936 较高程度 

n=200.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用户对体育软件主要功能的满意度较高。

除了社交功能外，受访者对其数据记录功能、减肥美体功能、健身

技能教学功能等均表示满意，但也有不同意见。整体满意度高促成

了体育软件的较高应用程度。 

2.4 从大学生使用体育软件进行锻炼时遇到的问题看体育软件

的使用程度 

表 4 大学生使用体育软件进行锻炼时的问题及体育软件的使

用程度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1.数据记录不够准确 2.48 1.004 不同意 

2.缺乏科学的健身指导 2.53 .984 同意 

3.健身软件综合功能不强 2.58 .952 同意 

4.缺乏系统的健身知识 2.48 1.004 不同意 

5.缺乏详细的动作说明 2.31 1.125 不同意 

6.健身广告太多 2.54 .996 同意 

7.免费程序少，收费程序贵 2.29 1.080 不同意 

因子 2.46 .830 低程度 

n=200. 

该表格显示，在锻炼过程中使用体育软件的麻烦程度较低。低

程度只能说明他们在使用软件时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他们认同

软件的数据测量比较准确，有系统的健身知识和详细的动作说明，

且很多内容都是免费提供的，这对于进行简单体育锻炼的他们来

说，就已经足够了。 

2.5 从大学生使用体育软件后的效果看体育软件的使用程度 

表 5 大学生体育软件使用效果及体育软件的使用程度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1.增加了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

热情 
2.58 1.019 同意 

2.培养了良好的体育锻炼行为 2.56 1.016 同意 

3.提高了体育锻炼的科学性 2.70 .981 同意 

4.视力保持良好或得到改善 2.45 1.045 不同意 

5.达到减肥的效果或保持良好

的身材 
2.56 1.035 同意 

6.提高了肺活量 2.66 1.004 同意 

7.提高了耐力和力量 2.70 .996 同意 

8.提高了灵活性 2.63 1.077 同意 

9.促进了心理健康 2.77 1.011 同意 

10.释放了学习压力，精力充沛 2.72 .989 同意 

因子 2.64 .873 较高程度 

n=200. 

从大学生使用体育软件后的效果来看，其使用程度较高。被调

查者认为该软件能够提高他们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热情，培养良好

的体育锻炼行为，提高体育锻炼的科学性。同样，他们也认为该软

件可以让他们达到减肥或保持良好体型的效果，改善肺活量、耐力

和力量、灵活性等等。这些发现表明，体育软件在培养兴趣和掌握

锻炼技能等方面真的很有用，同样也促进了体育软件的应用。 

2.6 体育软件应用程度对大学体育教学的积极影响 

表 6 体育软件应用程度对大学体育教学的积极影响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1.在体育教学中使用体育软件是必要的 2.64 1.041 同意 

2.使用体育软件可以激发学生进行体育

锻炼的兴趣 
2.68 1.016 同意 

3.体育软件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 
2.77 1.036 同意 

4.使用运动软件可以缓解运动场地和设

备的压力 
2.78 1.010 同意 

5.运动软件可以更好的推广运动知识 2.75 .991 同意 

6.使用体育软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学

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和时间 
2.76 .964 同意 

7.使用体育软件可以更好地监督学生的

体育学习 
2.68 .995 同意 

8.体育软件可以更好地评估学生的体育

成绩 
2.62 .986 同意 

因子 2.71 .896 
高度应

用 

n=200.   

说明: 参数评分和解释: 3.26 – 4.00 是非常同意 (非常高度

的应用); 2.51 – 3.25 是同意 (高度应用); 1.76 – 2.50 是不同意 

(低应用); 1.00 – 1.75 是非常不同意 (非常低的应用). 

表格显示被调查者认同在体育教学中有必要使用体育软件。他

们还认为使用体育软件可以激发学生锻炼的兴趣、丰富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可以缓解运动场地和设备的压力。他们进一步认为，体

育软件的使用可以更好地促进体育知识的普及，可以用于有针对性

的教学，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和时间，可以更好地监督学生

的体育学习，更好地评价学生的体育成绩。这说明体育教学也要不

断提高，要适应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时代的变化。 

2.7 体育软件应用对大学体育教学的负面影响 

表 7 体育软件应用对大学体育教学的负面影响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1.我认为在教学中使用体育软件会

影响教学效果 
2.48 .891 不同意 

2.我认为在体育课上使用体育软件

会取代体育教师 
2.88 1.022 同意 

3.我认为学生在体育课上携带手机

不方便，它会导致运动损伤 
2.69 1.018 同意 

4.我认为在体育课上使用体育软件

会影响学生的视力 
2.74 1.078 同意 

5.我认为在体育课上使用体育软件

会让学生越来越依赖手机 
2.66 1.068 同意 

因子 2.70 1.039 高度应用 

n=200. 

受访者认为体育软件的使用将取代体育教师,且他们认为在体

育课上不方便携带手机,它可能引起运动损伤。此外，他们一致认为

使用手机会影响视力，会越来越依赖手机。这意味着，学生受访者

能够看到持续使用软件的负面影响。体育软件的采用应该谨慎，不

应该被滥用，它只能与其他教学模式结合使用。所以，如何避免这

些负面影响，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3 体育教学中的软件应用整合 
研究结果显示，体育软件的使用和应用程度很高。因此，可以

将体育软件整合到体育教学中：课前，体育教师可以在软件上找到

相应的教学内容让学生预习。例如，篮球的原地运球教学，教师可

以使用“Keep”软件里——《原地运球介绍课程》，让学生自己观  

（下转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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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所做的努力，进而产生回报祖国的想法与在未来为祖国的发展

做出贡献的动力。爱国是一个大学生最应该拥有的品质，而在实验

课的教学工作中，教师最应该培养的也是学生的这一品质。这不仅

能促进德育工作，更能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增强实验室教学工作效

果，应是实验室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相融合的一大重点。 

三、通过调查了解学生对新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 

一种教学方式如果不能让学生满意，仅仅只是逼迫着学生进行

学习，那么这种教学方式是失败的。为了了解学生对将德育工作融

合进实验室教学的态度，笔者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匿名测试，其中满

意度设立 1-10 分的打分机制。在水文地质学的实验课上，共有 57

名学生。笔者设计了一套问卷，分别让学生对新的打分机制、教学

方式、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并让学生对该方式做出一个总评价（十

分制，可打 0-10 分） 

最终经过调查，共 57 名学生参与评分，其中新的打分机制的

平均分为 8.92 分，新的教学方式平均分为 9.23 分，新的教学效果平

均分为 9.14 分，学生的评价集中在 9-10 分这个区间内，总评价平

均分为 9.16 分，由于是匿名打分，可以表现出学生更加真实的看法。

在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 2 份评价表分别为打分机制、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与总评价都打了 5 分以下外，其余评价表的所有分数

均高于 5 分，集中于 8-10 分这个区间内。由此可以判断，学生对

于这种将德育融入实验课的教学方式十分支持，仅有极少数人存在

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这也表现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提高学生道德

素养，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融入教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

学生群体中也能得到广泛的支持。虽然得到了绝大部分学生的支

持，但笔者认为该种新型教学方式仍需要进行不断的摸索和改革，

方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学习效果，为培养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劳动者

做出贡献。 

结语：在高校实验室教学中，不仅应培养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在当前的实验室教学中，许多

教师忽视德育，仅仅强调“智育”，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高

校应注重培养道德品质、专业素质“双高”的学生，做到“教育以

育人为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输送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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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初步了解原地运球的动作要领，形成视觉冲击。课中，体育教

师在准备活动中可以使用各种热身动作，配上音乐，增加准备活动

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这同样适用于体育课的放松。同时，学生也可

以反复观看体育软件上的视频，加深对动作的印象和理解。课后，

教师可以通过运动软件布置作业和锻炼内容。主要针对速度、耐力、

柔韧性等素质进行的锻炼。最重要的是教师可以使用软件中的其他

课程开展学生的第二课堂。考核，在体育课程教学考试中，线上和

线下结合起来评价。在线考核学生的运动技能，线下使用体育类软

件评估身体素质，并进行科学分析，形成报告，针对薄弱环节制定

私人训练计划，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最后，为了避免体育软件的消极影响，学校必须有一份关于该

软件的用途声明，同时限制使用时间(每节课最多 15 分钟)。教师有

权控制软件何时使用，何时停止，运动时不能携带手机。学生定期

向教师反馈使用效果。开发可以获取访问或上传学习资源以及能够

检索 pdf, word，图像，包括视频链接或网站的体育软件。 

4 结论 

综上所述，使用体育软件的次数影响体育软件的应用程度，使

用频率的增加也会增加体育软件的应用程度。作为该研究的成果，

体育软件的应用程度很高，开发了体育教学软件应用融合。在体育

教学的不同阶段，适当的融入体育软件，可制定政策、法规等配合

和支持使用体育软件，促进教学改革，使教学活动更轻松，从而丰

富体育教学的方式，以增加课程的兴趣，丰富课程内容，提高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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